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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邻里情》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邵立新）

周末去婆婆家，见楼下婆婆在做八十大寿，婆
婆说：“笑笑奶奶的生日还没到，因为马上要搬到
老年公寓去了，所以提前把生日做了。”

我一听就明白了，婆婆家居住的花园新村已
经决定拆迁了，不少行动迅速的住户已经提前搬
离。该区块在年前就达到了80%的签约率，搬迁
是早晚的事。楼下婆婆因为一人居住，子女们尊
重她的意见，就为她在老年公寓租了一套房子。
这样一来，婆婆与楼下婆婆就得分开了。

楼下婆婆是买入花园新村的房子后才与婆婆
做邻居的，与婆婆很投缘，但情谊的升级却是因为
2013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俗话说：患难见
真情。此话用于邻居之间，也同样适用。楼下婆
婆住一楼，我婆婆住二楼。2013年的那天，一夜
之间，忽然而至的洪水就漫遍了整个姚城，地势低
洼的花园新村更是不能幸免，到了夜间，水势就一
直往上涨。见此情景，婆婆赶紧打电话给楼下婆
婆，让她上来住到她家里来。果不其然，第二天一
早，水位已经有一米左右了，楼下婆婆家里想必早
已“水漫金山”。见此情此景，楼下婆婆感动地握
住我婆婆的手说：“幸亏有你，否则我不知该怎么
办了。”就这样，楼下婆婆在我婆婆家住了下来，一
直到洪水退却，她的儿子来接她为止。

不久的将来，花园新村也将作为历史留存在
档案里。而那被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围困的日
子，那些日子里产生的浓浓邻里情，将永远铭刻在
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对两位已近耄耋之年的婆
婆来说，将成为她们余生最为美好的回忆。

《且赋深情可回首》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王雪培）

2009年，我记忆犹新。受“莫拉克”台风影响，
地处柳汀立交桥下的柳西河畔成为“低洼地”，早上
出门上班，一片汪洋，我们单元楼梯口水深已与大
腿并齐。

老公出去抗台了一夜未归，我找谁求助？顿时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时，一楼的阿忠伯穿着
雨衣雨裤，推着小三轮车从小区外进来，一见我：“王
老师，你别焦急，坐上三轮小车，我帮你拉到小区外马
路上。”叫年纪介大的老人帮忙，我委实不好意思。我
就说：“谢谢您，阿忠伯我自己趟水出去就可以”。“没
关系的，他一趟一趟都在送，反正他已经湿掉了。”身
后传来了嬷嬷（阿忠伯夫人）的声音。在他们夫妻俩
的坚持下，我坐上了小三轮车。站在小区的大门口，
看到趟水远去的阿忠伯，泪水模糊了我的镜片。

下班回家的我突然发现停水了。我们家一点
储备工作也没做，要不打电话给爱人，叫他从食堂带
点吃来？正当我拿起话筒准备打电话时，突然传来

“笃、笃、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开，阿忠伯他气喘吁
吁，拎着桶水爬上四楼来。原来大雨暴涨自来水混
浊停水了，要消毒、杀菌，公司已派消防车送水来过
了，因我们下班晚，未赶上储水，所以，阿忠伯亲自拎
水上四楼替我家送水，这一幕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都说现在的都市人，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人
情、人味被凝固了，这个观点我不认同。我虽已搬
迁新居了，但邻里情，永远是友谊的源泉，仍让我们
彼此惦念。

《浓浓邻里情》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黄承漳）

2013年10月7日，百年不遇的洪水在台风“菲
特”带来的倾盆暴雨中悄悄地侵袭姚城。早上只是
地面有些积水，中饭后洪水慢慢上涨到膝盖了。我
家住在三楼，看到天只落些小雨，傍晚已停电停水，
伸手不见五指，还是早点睡觉。梦中依稀听见有苍
老的声音在喊我：“黄老师，黄老师，开开门！”我一边
答应，一边拿起手电开门。只见门外有三个人，是楼
下102室应老伯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应老伯诉说

“楼下的洪水已没过床沿了，无奈之下，想在你家求
个宿。”我一口答应，边点上蜡烛，边移动我家教室的
课桌。拉开折叠床，安排应老伯他们三人在我家住
宿。这一住就是四昼夜。期间断水断电断信息。住
在502室有6位外地青年，8日那天背来一袋米，得
悉他们无水烧饭，我妻是热心的楼长，就主动送上我
家积存的自来水。年轻人闲来无事，我又借给他们
象棋和书刊。我儿子送来太阳能充电器，为大家断
电的手机恢复了功能。大灾之中大家相互照应，楼
上楼下一下子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8日，小区的水有1米深。直到10日傍晚有志
愿者推着皮划艇为老人送菜。11日夜9点半，我在
梦中被“蜡烛要否？”的喊声惊醒，原来真正的救援
队来啦，我们领到了方便面和蜡烛。12日，我宁波
的女儿一家绕道慈溪和我天台的学生洪一兵均开
车专程来救援。我家一下子收到许多茄子，青菜、
萝卜、南瓜之类的新鲜蔬菜。左邻右舍为之羡慕，
我就蹚着水，一一发送给他们。在感谢声中，体会
到浓浓的邻里情。

10月13日，洪水终于退去。大街小巷惨不忍
睹，满地的垃圾堆积成山，在阳光下散发着阵阵恶
臭，3000多位官兵边清扫、边装运、边消毒，使姚城
逐渐恢复往日的面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次百年不遇的洪灾
中，我们邻里居民之间互相自救。灾难使我们更加
团结友爱。人民子弟兵冲在最前面，为老百姓攻坚
克难，送温暖。多难兴邦，患难见人心。

《告别老小区 迈进新家园》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江正杰）

我原居住的朝阳新村旧房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在“甬水”工作时分配的市水产局“房改”房，
50多平方，二室一厨一卫，位于顶层5楼，二室互
通过路，结构布局不合理，但在当时能分到市区
这样的住房已是不错了。

由于当时房屋建设结构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非框架结构，砼壳楼板，地基不打桩，随着地基下
沉，房屋慢慢出现倾斜变形，成为危房。下水道
排水不畅，遇到台风大雨，就积水成河，一楼积水
高达可淹没睡床棕板，成为低洼危房小区之一。

2015年9月海曙区政府发布通告对小区实
行棚改拆迁，政策惠及民生，签约率很快达到
90%以上。我选用了产权置换补偿，新房110平
米，位于五江湾新小区，套型布局好，朝南，三室
二厅一卫，双电梯高层楼房。

至今，我已搬迁3次住房。上世纪60年代末
结婚，丈母娘让出一间老木房给我们暂用，80年
代初搬到在“甬水”分到的朝阳新村新房；为了帮
助带外孙，2006年搬到女儿家；朝阳新村棚改后
乔迁到五江湾小区。三次搬迁，时空跨越40多
年，不仅是个人奋斗历程中的变化，也展示了时
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

现在我们都是70多岁的退休老人，要购买这
样一套新房，力不从心。跟随时代节拍，有国家
好政策，使我们能告别老小区，迈进新家园，无忧
无虑度夕阳。

“我的棚改故事”征文作品赏析
“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活动中，本报一共收到了50余件“我的棚改故事”征文。现呈现部分

优秀征文作品，以期留住宁波的棚改记忆。

《五月，圆梦的季节》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朱宝珠）

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些日子没碰到美姐，她
像变了个人似的，满面春风，笑意写在脸上。“我家
搬新房了”，她见人就欢天喜地告诉对方。

美姐的晚年幸福生活，与她家的新房子一起
降临的，确切地说，是和宁波市政府的“棚改”政策
一起翩然而至的。

几年前的美姐，面容憔悴，神色黯然，我知道
美姐心中是有苦也有难啊。她年近古稀，家住老
小区四楼，老伴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平地行走尚且
不便，更别说上下楼梯了。她夫妻俩都是养老金
领取者，买带电梯新房的“理想”，过于离奇、突兀
……

在美姐的心中，2015年的五月，是人间最美
的五月，江东区政府正式出台了徐戎小区成片危
旧房屋改造决定。这些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初
的危旧楼群，在众多老住户热切祈盼的拆迁声中，
终将化为瓦砾，夷为平地。

拿到大笔补偿款后，寻寻觅觅，选中晴园三期
第一排，楼前开阔无遮挡，采光好，带平台的一楼
住宅。挑选一个良辰吉日，美姐乔迁新房。

美姐那位行走不便的先生，也从旧房的蜗居
中解脱，要观风景可移步至室外平台，置一把藤
椅，持一杯香茗，老姐夫可尽情欣赏：小河流水、绿
树葳蕤、草地茵茵，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脚印》
（节选，略有修改）（作者：邱燕）

小镇老巷子里的风，不急不缓地吹着，高高的
围墙，雕花的屋檐，岁月和风雨磨损了当年的风
光，巷子里的老房子保存着历史的痕迹，却坐落在
被遗忘的路口。

过去，这里曾有一条无比繁华的商业街——
老街。

我出生在老街的木房子里，成长在老街的青
石板上，儿时老街就是我眼里的世界。老街给我
的印象多是温馨热闹的。赶场天天刚亮，这里就
吆喝声四起，小商贩推着小货物架穿梭在巷子里，
天逐渐放亮了，街上的商铺先后不一地开了门：源
大店、施协隆、尤文昌、济生堂、李春芳、新升泰
……而今居住在老街的只剩下老人和一些外来务
工人员。老人家可能是念旧，租住的外来务工人
员完全是看中了房租便宜。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北乡桥头胡有个建
造于明代的郎官府邸，整个府第是按照三进九明
堂的建筑格局而建，现在仅遗存下来大阊门和红
石板，里面依稀可见老式的建筑格局，但是房屋早
已破败不堪。

棚改势在必行，这几年在国家政府的利好政
策下，我们迎来了棚改，这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
人来说是喜事。

据了解，桥头胡街道办事处将结合整体区
域位置，不仅将彻底改变“马路商业”现象，建成
集商业、办公、酒店和住宅为一体的城市综合
体，还将挖掘桥头胡的文化底蕴特色，打造黄墩
老街，使之成为宁海城市怀旧旅游的人文游憩
中心、情景体验消费街区、桥头胡市井民俗文化
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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